
摘 要：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培养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重要训练方法。阅读教学要讲究阅

读策略的灌输，让小学生自己掌握阅读方法，学习语文也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将以统编教材为例，重点探讨在阅读

教学中如何培养小学生运用预测和推断的方法，以便提高阅

读效率，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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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小学生预测能力的重要意义

阅读预测是一种推理性技能， 根据已经掌握的文章线索

和自己的经验，对文章的故事情节、写作目的、写作方式等作

出预先判断。预测可以使学生对文章整体内容具有感性认识，
紧扣文章情节发展，发挥想象，揣摩文章意图；通过和同学老

师交流预测的内容或者续写故事情节， 扩宽自身的思路和知

识面，获得更多灵感；通过对文章内容的预测，还会提高学生

的阅读兴趣， 预测能力是对学生的一种激励， 如同猜谜语一

样，如果自己的预测和故事的发展一样，学生就会感到非常骄

傲，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如果预测不一样，会带领学生深入文

章情节，带着“为什么会这样 发 展”的 疑 问，深 度 分 析 文 章 内

容，通过对比自己的预测和文章的进展，获得丰富情感体验，
进而体味阅读的乐趣以及语文的魅力。

二、用好统编教材，掌握预测方法

统编教科书从三年级上册开始独立设置阅读策略单元，
三年级上册的第四单元是统编教材安排的第一个阅读策略单

元，这是个不同于普通阅读单元的教学，意在引导学生学习并

掌握基本的“预测”阅读策略，培养学生运用阅读策略的意识，
并能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尝试运用预测。

（一）抓住文章题目，做到阅读前预测

阅读前的思考和预测， 在于激活文章背景知识和语言知

识，让学生的思维进入文章话题空间，为阅读全文做好准备。
文章的标题是统领和概括全文的，是文章的眼睛，可以反映出

很多问题，学生可以在没有阅读文章内容时，先对文章进行预

测，猜测一下文章要围绕这个标题从哪些方面展开，表达怎样

的意义。例如在看到《不会叫的狗》这个题目时，教师可以引导

学生先进行阅读预测。狗都是会叫的，无论白天晚上只要一有

想动就会叫个不停， 这只不会叫的狗会不会心情很不好很自

卑呢，它会遇到怎么样的事情或者朋友，会不会有朋友嘲笑它

呢，有人会帮助它吗？ 让学生带着自己的预测和疑问，进入文

章内容，看看这只不会叫的狗到底遇到了什么。
（二）在阅读过程中，抓住重点字词、中心句或过渡句进行

预测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 要教会学生如何抓住文章重点

字词、中心句和过渡句，以及一些反复出现具有特殊意义的句

子， 这些句子或字词对于文章整体来说，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中心句是文章的点睛之笔，是对文章整体内容的高度概括

和总结。 过渡句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围绕过渡句上推下延，

推测出过渡句后面的内容更为重要。中心句、过渡句或者每段

的段首段尾常常会出现一些起提示作用的字词， 这些字词就

视为重点字词。例如在学习《总也倒不了的老屋》时，“总”“也”
可以视为重点字词，作者为什么不说“倒不了的老屋”而要加

上“总也”呢，通过阅读文章内容，“好 了，我 到 了 倒 下 的 时 候

了”一句与文章标题相呼应，这句话在文章中出现了很多次，
每当老屋说了这句话，就会有人向老屋寻求帮助，可见这就是

老屋总也倒不了的原因，那么当学生在文中看到“好了，我到

了倒下的时候了”一句时，就可以接着预测又有谁来向老屋求

助，从而推进故事情节的进展。
（三）通过插图、课后问题或已有的经验做阅读后预测和

扩展训练

统编教科书都是教育部根据时代发展和对学生的培养需

求聘请优秀专家撰写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书中的插图也

不是随便画的， 是完全符合文章内容和对学生想象力的培养

需求的，因此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有效信息开展教学。 例如《胡

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所配插图，胡萝卜先生边走路边吃果酱面

包，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长胡子已经被小鸟用来晒尿布了，
那么教师就可以引导学生进行预测， 长胡子还可以用来做什

么呢？
课后问题也是编者精心设计的， 不仅揭示了文章重点内

容、作者的写作思路，往往还会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 例如

《胡萝卜的长胡子》一文，课后第一题就是要学生想想后来可

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想，听老师把故事讲完，看

看自己的预测和故事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并给学生提供了一

些讨论的思路，帮助学生思考和预测。
学生已有的经验是学习新知识的基础， 只有当学生的已

有知识经验和文章信息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才能对文章内容

进行更好的理解。预测也会激发和调动学生已有知识经验，从

而使新的知识内容变得更加容易吸收和内化。例如在预测《不

会叫的狗》结局时，文章中给了三种结局，哪种结局是学生乐

于续写的呢，是需要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已有知识来进行的，是

需要结局有个转折还是平叙进行，还是出现一个小高潮呢，需

要学生发挥想象力大胆预测。
三、结语

在阅读过程中掌握预测方法，善于假设和预见，不仅可以

提高阅读效率，优化阅读过程，还会使阅读充满乐趣，提高阅

读品质。 因此语文教师，要充分利用好统编教材，培养学生边

阅读边预测的意识和习惯， 并引导学生实践并总结预测的方

法和途径，再尝试有依据地猜测，并由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阅

读，从而激发阅读兴趣，提升阅读能力。

用好统编教科书，教学生学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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